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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尼西亚职业教育发展概况探究

喻馨锐  何友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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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印尼职业教育有着悠久的历史，在促进教育发展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其教育水平和办学层次主要是中等职业

教育。印尼政府非常明确职业教育的重要性，但是由于受到很多历史、人文等因素的影响而限制了职业教育的发展速度。

本文主要研究和描述印尼职业教育的历史由来和兴衰发展，包括其历史、发展、机遇和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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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印度尼西亚职业教育的历史由来与发展

历史上，印尼职业教育的发展经历过繁荣和萧条期。

这种情况开始于独立前时期，特别是在荷兰殖民政府时期，

职业教育的开展是有限的，不是为了教育，而是为了满足殖

民政府的需要。然而，一些职业院校在宗教和争取独立的斗

争基础上建立起来。自印尼推行伦理政策后，职业院校的学

生人数有所增加，这证明在尼德兰时期，职业教育并没有完

全被忽略。尽管受到欧洲共同体主观利益的影响，荷兰殖民

政府还是组织了职业教育，19世纪初，在爪哇岛建立了职

业学校，20世纪头二十年，有几所职业技术学校相继成立。

但直到 1919年，万隆才有第一所职业高中，这所学校现在

就是万隆理工学院。在日本殖民时期，职业学校有三种类

型，即女子学校、技术学校和农业学校。在此期间，职业教

育被重新命名为职业技术中学 (STM)，这一名称一直被印度

尼西亚政府使用到 1998年。在日本时代，这种教育体系经

历了一段崩溃时期。荷兰政府所建立的制度已不再有效，教

师被迫使用日文教学，职业技术用语也改为日文。这种情况

导致一些学生辍学、许多教师失业和很多学校关闭。印度尼

西亚独立后，职业教育发展经历了两个阶段，即改革前的独

立 (1945-1998)和改革后的独立 (1998-至今 )。在改革时期，

由于没有足够的资源来支撑职业教育，因此职业学校数量有

限。当时，还有很多荷兰人生活在印尼，但他们不愿意迁入

印尼。直到 1998年改革开放之前，这种形式的教育在数量

上仍然有限。由于缺乏掌握职业教育的人力资源，政府仍然

专注于发展基础教育和通识教育，而不是职业教育。此外，

行业尚未开发，预算有限，行业合作不足，高中与职业学校

的比例为 7:3。改革后，政府认识到职业教育的重要性，并

将高中与职业学校的比例改为 3:7。印尼的《国家教育发展

长期战略规划》指出，2009年高中与职业学校的目标比为6:4；

2015年为 5:5；2020年为 4:6；2025年达到 3:7(印尼国家教

育部，2005)。这个举措的动机是为由于家庭贫困而无法接

受高等教育的子女提供可靠的就业机会，并解社会决经济问

题。此外，很多高中毕业生没有继续接受高等教育，他们中

许多人有工作的打算，但没有技能，甚至达不到基本的专业

水平。2015年，印尼政府成功地开展了国家规划，使之成

为国家发展的主要支柱，立即建立了新的学校，拥有区域自

治权力的每个区域都有机会建立职业高中。2018年，比例

扭转的目标呈现积极态势，高中比例为 49.2%，职业高中比

例为 50.8%。新学校的建立并没有受到基础设施、教师和工

业支持的阻碍。然而，理论学习无法满足劳动力的需求，因

此，印尼政府正在对这种教育进行大规模干预。根据印尼职

业教育理事会 2018年的数据，高中和职业学校的比例达到

49%:51%，这证明了该教育形式在印尼逐渐得到重视和推广

并按规划逐步发展。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地方政府和一些公

司竞相建立职业学校，这些学校各有特色，公众对他们的兴

趣也在急剧增加。由此可见，一方面印尼国家教育部门在职

业教育发展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另一方面，表明了民众对

职业教育实用性的认可。实践证明，职业学校培养技术工人，

在减少失业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参考印尼职业教育管理部

门的数据，2016年吸纳职业学校毕业生达 85%，平均失业

时间为 3个月。这证明了职业教育在改善社会经济和福利方

面发挥了作用。基于此积极发展态势，印尼政府在 2016年

发布了关于振兴职业学校的第 9号文件，该文件协同四个部

委联合发布。自发行以来，大大激发了职业院校的办学动力

和办学效能。此外，印尼政府还制定了一些措施帮助学生，

继续关注和支持毕业生，学生毕业后，可以选择工作、继续

升学或创业。

二、印尼职业教育发展面临的挑战

政府如何更好地管理和扶持职业学校，提高职业教育

培养质量，并做好毕业生的后续发展工作是印尼职业教育发

展面临的关键问题。据了解，尽管印尼职业学校的就业率较

高，达到 85%，但许多企业抱怨毕业生质量欠佳。主要存

在以下六个方面的问题 :

(一 )职业学校专业发展不均衡。

职业学校改革实施以来，大部分地区竞相开办职业

学校。但由于政府未能较好的统筹规划导致有些专业人才

过剩，而有些专业人才稀缺。例如，中爪哇的职业学校有

1490所，在校生总数为 688,784人，其中 49.76%的学生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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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汽车工程专业。印度尼西亚几乎所有省份都出现了这种类

似情况。一方面，汽车行业对工人的需求已超过 72.9万人，

而另一方面海事、可再生能源、旅游和创意产业等行业资源

稀缺，许多职位空缺无人填补。

(二 )师资力量不足。

职业学校数量和学生数量激增，而教师的数量和质量

却无法与之匹配。同时，教师的资质能力和实践能力的提升

速度也跟不上学校的发展速度，从而导致直接影响了学生的

培养质量达不到行业要求。

(三 )职业教育与高等教育专业不匹配。

有很多职业学校的专业在高等教育阶段没有相对应的

专业，如焊接技术、可再生能源工程、计算机技术等，在高

等教育阶段没有相关专业，导致这方面专业教师的缺失。根

据职业教育部门收集的数据，职业学校教师缺口为91,861人。

(四 )办学设施欠缺。

职业学校的实训设施和基础设施同教师资源一样，无

论是在质量上还是在数量上均与印尼职业教育的发展不匹

配，且政府的预算和资金投入不够。大多数职业学校，尤其

是在爪哇内外的偏远地区的学校，基础设施、重型设备以及

工业机器等实训设施严重不足，这也直接影响了印度尼西亚

职业学校的毕业生的专业水平。

(五 )管理能力欠佳。

职业学校的良性发展离不开优质的顶层设计和管理者

的管理能力。而据印尼国家教育部 2010年的一项关于校

长管理能力的研究表明，30% 的校长有能力，70% 的校

长能力不足。管理者缺乏远见和统筹规划能力直接影响办

学水平。

(六 )行业参与度不高。

虽然印尼的职业学校提出要校企合作，但是实际上，

喊口号的居多，行业企业与职业学校的合作度较弱，且合作

的深度、广度、长度均非常欠缺。

综上所述，印尼职业教育有着悠久的历史，在促进教

育发展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其教育水平和办学层次主要

是中等职业教育。然而，职业教育在发展过程中存在着很多

尚未解决的问题，面临着各种挑战，尤其工业革命 4.0时代

对印尼职业教育是一个巨大的挑战，毕业生技能水平和工作

能力达不到行业企业要求，2019年印尼失业人数为 810万，

职业学校毕业生的失业率为 10.24% (BPS, 2019)。虽然政府

已经开展了诸如建立新的职业高中、配对学习、双专业教师

项目、行业合作等项目，但目前仍存在局限性。总的来说，

印尼政府已明确职业教育的重要性并依照原定规划逐步发

展职业教育，只是由于受到很多历史、人文等因素的影响而

限制了职业教育的发展速度。

自 2020年以来，印尼政府放宽外国公司在印尼投资的

政策，也放宽外籍工作人员的权利，2020年 11月印尼总统

佐科签署了《创造就业综合法》，这将给印尼本地的职业教

育带去机遇和挑战，调整印尼的职业教育体系，从而跟上国

际职业教育发展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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